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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環境規劃協會(簡稱TE&P)

創立於2020年，致力於促進以環境為基礎

的空間規劃，倡議政府知情決策與公民行

動，以維護生物多樣性以及國土的永續、公

平與韌性，建構與自然共融的生態社會。

關注領域：氣候變遷、能源轉型與淨零碳

排、光電環境友善設計、環社檢核、公民電

廠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%E5%8F%B0%E7%81%A3%E7%92%B0%E5%A2%83%E8%A6%8F%E5%8A%83%E5%8D%94%E6%9C%83-101928198136666


地球公民基金會

◎2007年成立協會，2011年成立基金會。

◎由社會大眾捐款成立，
  專業自主的環保倡議團體，
  不接受政府與財團資助

◎關注山林水土、工業汙染、
   永續花東、能源轉型、環境民主

◎調查研究、政策遊說、
   教育推廣、組織行動



● 個案背景分析

● 地面型光電的類型、爭議、及利害關係人盤點

● 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能性

● 凝聚團體共識、思考倡議方向

● 初步倡議成果

● 公民電廠的想像

● 結語

演講大綱



為什麼台灣需要能源轉型?

個案背景分析



2019年台灣能源供給結構

自產能源貧乏

98%依賴進口 

來源：能源局2019年統計年報

台灣環境規劃協會



2019年台灣發電佔比

目前仍以火力發電(燃

油、燃煤、燃氣)占比最

大，共占81.5%。

來源：能源局2019年統計年報



資料來源：台電

https://www.taipower.com.tw/tc/page.aspx?mid=197




● 發電業空污占全台比例：

○ 硫氧化物 SOX：35.9%
○ 氮氧化物 NOX：17.3%
○ 細懸浮微粒 PM2.5：3.9%
○ 懸浮微粒 PM10：2.5%

圖片：中天快點TV
圖片：台電

來源：環保署TED 9.0

https://public.tableau.com/profile/doenergy#!/vizhome/TEDS9_0_1/Story1






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85695
Photo Credit: 強化空氣品質模式制度建立計畫(第二年)期末報告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FxocX_hdIzNR65Zb_J2-uNCJrkQPzt8-/view


為何要增加天然氣發電?



燃氣比燃煤乾淨太多了

資料來源：工研院《能源轉型的挑戰與因應措施》簡報、媒體採訪台電

以傳統燃煤的排放量為100%來比較

ex. 興達,中火

ex. 林口,大林

ex. 大潭,通霄



誰比較能配合再生能源升降載？

零到滿載發電所需時間

水力 約9~20分鐘

燃氣 約2.5小時

燃煤 約8小時

核能 約1~3天

資料參考：泛科學《815全台大停電，你搞清楚發生什麼事了嗎？ 》

配合再生能源，提高電力系統的「彈性能力」

https://pansci.asia/archives/146001


要繼續用核能發電嗎?



2025年老舊核電廠屆齡除役



【核一廠】
高階核廢料：6,150束
低階核廢料：44,645桶

【核二廠】
高階核廢料：8,936束
低階核廢料：55,084桶

【核三廠】
高階核廢料：2,920束
低階核廢料：8,832桶

【蘭嶼】
低階核廢料：100,277桶

資料：原能會（2017.7） 製圖：聯合新聞

http://www.aec.gov.tw/%E6%A0%B8%E7%89%A9%E6%96%99%E7%AE%A1%E5%88%B6/%E7%AE%A1%E5%88%B6%E5%8B%95%E6%85%8B/%E6%A0%B8%E9%9B%BB%E5%BB%A0%E6%94%BE%E5%B0%84%E6%80%A7%E5%BB%A2%E6%A3%84%E7%89%A9--6_48_169.html
http://nuclear.udn.com/storypage.jsp?f_ART_ID=981


核電除役要花多久?





● 減污、減煤、減碳、因應老舊核電廠屆齡除役

● 2025年能源轉型目標

台灣能源轉型路徑與挑戰

-19%

-11%



台灣競爭力必備--再生能源需求大增





到底光電可以怎麼裝?又裝在哪裡?

地面型光電的類型



● 風力6.2GW=離岸風力5.5GW+陸域風力1.2GW
🡪可望順利完成

● 光電20GW=屋頂型3GW+地面型17GW
● 屋頂型於2019年提前達標，因此調整目標為

屋頂型8GW、地面型12GW

2025年再生能源設置目標



● 2025年光電目標：屋頂型8GW、地面型12GW

● 光電潛力評估（核研所，2018)

-屋頂型：屋齡20年以下設置潛力8.14GW
-地面型：71.07GW，農業長期休閒地及魚塭潛力最大

● 12GW約需1萬2千公頃土地，71GW約需7萬1千公頃土地

● 心得：
-屋頂型潛力尚須更細緻的盤點
-要提高再生能源佔比，難以迴避設置地面型光電

光電潛力評估



完全不做 放任圈地

地面型光電要放在哪裡？

哪裡能or不能做？優先序怎麼排？
最多可以做多少？
用什麼方式來管理？

能否同步創造農業、社區與環境多元價值？



地面型推動策略：
• 掩埋場及已受汙染土地、
• 嚴重地層下陷區域
• 水域空間(水庫、滯洪池、埤塘、魚塭)
• 鹽業用地
• 產業園區、畜農漁電共生

嘉義新塭滯洪池

台北山豬窟掩埋場 屏東嚴重地層下陷區



潛在設置區與面積（公頃） 已併聯容量  （MW）

鹽業用地        803 
嚴重地層下陷區38區    2,383 

水域空間(水庫、滯洪池)    2,721 
掩埋場       934 

污染土地(含工業區、農地)       587 
彰濱工業區-崙尾東區       350 
雲林工業區-台西區    1,163 

台電彰濱火力發電廠用地       100 
高樹回填地          37

小計  9,078 公頃
2025年地面光電需地 14,000 公頃

鹽業用地       90 
不利農業經營區       98 

埤塘、圳路、水域空間     132 
掩埋場       39 

彰濱崙尾西工業區     100 
養殖生產專區          5 

風雨球場         2 
其他     321

小計 0.79 GW
2025年目標量14.00 GW

註1：1MW約需1公頃土地、1GW約需1,000公頃土地
註2：資料來源-能源局統計至2019年底

地面型-實際裝置量遠低於目標

1.實際裝設遭遇瓶頸，必須設法突破

2.須盤點更多低爭議區，並加速建置

3.光靠這類區域恐不夠，仍須使用其他土地

🡪使用其他土地時該如何把關？



光電

屋頂型光電

地面型光電

營農型光電

變更型光電

660m2內
逕為容許

農電共生專區

2公頃以下
農地變更

2公頃以上
分區變更

(農地／非農地)

X

X



變更型光電

照片：聯合新聞網

• 土地變更為「特定專用區」或「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」，後者20
年後需拆除、變回原有地目，但缺乏經濟誘因。

• 已發生在國公有地、私人農地（農業獲利低、老農無力耕種…）



營農型光電：農電共生專區

• 遮蔽面積低於40%、產量
須達70%（為了可賣電，需
確保農業生產達標）

• 農委會審核、農業局容許

• 台灣尚無農電共生專區，
漁電共生專區通過6件

• 營農型可行性研究進行中

照片：自由時報引自日本



營農型光電：農棚光電、畜禽舍光電

• 屬於屋頂型光電

• 已有1186MW，鼓勵推動

• Ex.菇舍、溫室、畜禽舍

• 部分過去假種田真種電的
違法設施尚未拆除

照片：開陽集團



研究地面型光電的爭議
與利害關係人盤點

到底問題出在哪裡?該和誰對話？



2017
台灣西南沿海
開始出現光電
綠色衝突爭議

2018/7/9 七股漁民包車北上陳情



地面型光電的主要爭議

● 環境面：選址、規畫不當，恐衝擊動物生態

● 社會面：魚塭、農地租金狂漲等效應，缺乏明確規範和溝
通

● 行政面：管理機關分散，光電後續問題成「三不管地帶」
● 執行面：缺乏實驗數據，共生如何設計及執行成效尚不

確定



地面型光電有哪些利害關係人？

● 農漁民

● 地主
● 社區居民

● 光電業（系統商、維運商）

● 土地仲介業

● 環保團體

● 農業團體

● 地方政府

● 中央部會（內政部、農委會、經濟部、能源局）
● 行政院副院長
● 立法委員、地方民代

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對此會有
什麼立場？會特別在乎什麼
事？



要解決問題該找誰?
要怎麼溝通對方才能接受？

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能性



好美寮國家濕地 布袋鹽田國家濕地

八掌溪國家濕地

北門國家濕地

IBA重要野鳥棲地







2018.12.22布袋光電論壇（地球公民基金會）

• 布袋兩案場已併聯
發電

• 能源局提供其他鹽
田保育經費5年，由
鳥會經營管理

• 光電業者承諾長期
生態監測20年

• 官私民合組「布袋鹽
田濕地保育工作平
台」



布袋鹽田光電的啟示

• 光電選址階段就必須考量生態因素

• 需要納入在地居民與NGO的智慧與經驗

• 要設法提升全區生態環境品質

• 需要法制化，擴大適用於其他地面光電開發案



尋求地面光電爭議的解決方向

● 選址

○ 需要環境與社會衝擊評估

○ 需要公民參與、資訊公開
來取得社會信任

○ 需要和社區深入討論找出
共存共榮之道

● 生態累積效應

○ 以政策資源協助總體評估



下一步是建構政策機制

初步得到解決方法



計畫生態檢核（快速生態分析）

資料來源：黃于玻老師

已有生態面向
尚缺社會面向



• 借鏡先前台大風險中心環評社
會影響評估研究成果

• 轉換為較符合地面型光電的評
估面向及指標

• 加入資訊公開和公民參與面向



如何鑲嵌於現有法規，減少行政阻力

● 機關不喜歡變動，涉及的機關越多、要修改的法規越多，
阻力就越大

● 從既有法律中找尋可能法源--
● 電業法第14條：「電業管制機關為前條第一項許可（籌設許可）之審查，除審查計

畫之完整性，並應顧及能源政策、電力排碳係數、國土開發、區域均衡發展、環
境保護、電業公平競爭、電能供需、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。」

● 電業法第24條：「電業籌設、擴建之許可、工作許可證、執照之核發、換發、應載
事項、延展、發電設備之變更與停業、歇業、併購等事項之申請程序、應備書件
及審查原則之規則，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。」

● 母法已有授權，所以經濟部只要自行修改「電業登記規則」
放在既有"電業籌設許可"程序之中即可



增加把關審查機制

提開發計畫
電業籌設
農專區審查

土地審查
容許／變更

施工、營運

環社檢核
I

區位快篩
課題辨識

農專區
審查

開發計畫
環社檢核

II
因應對策

電業籌設
土地審查
容許／變

更

施工
營運

監測
補償

舊

新

經濟部與縣市政府負責，透過公民參與，
先篩除爭議區，引導廠商到爭議小的地方



NGO如何齊心協力、共同行動？

凝聚團體共識、思考倡議方向





● 2019/3 向農委會、經濟部倡議導入生態檢核  

● 2019/4 向龔明鑫政委倡議生態檢核  

● 2019/5 行政院光電生態議題研討會  

● 2019/6 與行政院能減辦討論生態檢核，台南漁電共生審查開始 

● 2019/7 拜訪水試所瞭解漁電共生試驗計畫 

● 2019/8 提出台南地面光電自治條例，能源局生態檢核會議 

● 2019/9 提出環境與社會檢核概念 

● 2019/10~12 農委會漁電共生審查會、台南自治條例闖關、經濟部會議

● 2020/1 經濟部環境與社會檢核工作坊 

● 2020/2 提出NGO版「環境與社會檢核之委員會及程序、審查要件」

● 2020/3 提出NGO版「環境與社會檢核草案」  

● 2020/4 召開光電總體檢記者會，經濟部確定環社檢核內容
           農委會確認調整漁電共生推動策略

● 2020/9～12 環社檢核於台南學甲、嘉義布袋義竹開始試辦，公告先行區

● 2021/2～12 環社檢核正式上路，展開中南部六縣市的議題辨認

環社檢核的由來--
NGOs借鏡國內外經驗，改
良生態檢核及社會影響評估



NGO組織方式

● 定期線上會議，討論重大事項

● 臉書群組，更新倡議與議題近況

● 結合不同團體專長分組，分進合擊（法制化小組、操作手
冊小組、地方案件小組）

● 共同記者會及共同聲明，凝聚共識、塑造聯合聲量
● 組織共同平台，建立公部門對應窗口



初步倡議成果

反對很容易，建構很困難



環社檢核要處理的核心問題

● 生態環境

○ 案場與周邊是否有重要的棲地或物種，會因光電場的開發而造成潛在的
生態衝擊，或有累積效應之虞？

○ 能否成功整合光電用地需求及環境加值效益？

● 社會經濟

○ 衡量光電設置對於周圍社區的影響

○ 是否考量既有的土地使用，以及對地方產業結構與工作權益的影響？

○ 是否位於或鄰近文化、景觀、歷史重要環境（如：原住民傳統領域）？



環社檢核的步驟

辨識區位課題(圖資套疊、調查收集)

風險評估、因應對策(迴避、減輕、補償)

確認執行情況、長期監測、檢討修正



環境與社會檢核（環社檢核）目的

● 在對的地方，用對的方式，減少衝突，加快光電發展！

● 快篩爭議區位，避開地雷區

● 辨識區位關鍵課題，進行風險評估，提出因應對策

● 讓利害關係人參與，在科學資訊基礎上，進行對話討論，
和社區及利害關係人找出共存共榮之道

● 經濟部與地方政府預先評估，引導廠商進入適當區位



環社檢核的侷限

● 環社檢核不是萬靈丹，很像健檢，提供議題辨認與公眾
討論機制。

● 能否成功得靠後續其他機制配合：環社友善措施、因應對
策、農業容許等。

● 目前範圍僅限於漁電共生，並未解決其他地面光電與再
生能源類型碰到的環社衝突（例如室內養殖型光電）。

● 國家總體能源需求量、環境承載力、再生能源可設置總
量、各縣市區域可分配量、各區域生態補償、衝擊研究，
仍需要上位政策整體規劃評估與滾動檢討。



一、優先推動屋頂型光電，
    整合部門提高目標

二、暫緩爭議案件，
    推動環境與社會檢核

三、提出中央及縣市總體規劃，
    強化在地溝通

四、推動「公民電廠」，
    加速鼓勵公民參與

五、用電大戶負起購買
    或使用綠電的責任

2020.4.8光電總體檢記者會



公民電廠的新想像

振興沒落社區，利益全民共享



全民所有的公民電廠

德國再生能源35%由民眾所有，11%由農
夫擁有。
資料來源：德國在台協會簡報

德國公民能源公司每年累積數量。
圖表來源:Entwicklung und Stand von 
Bürgerenergiegesellschaften und 
Energiegeno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



台灣如何透過再生能源，
振興沒落社區？促進生態保育？

● 誰該主導？

● 社區中的多元綠能在哪裡？

● 公民與社區是否也已窮盡洪荒之力？



嘉義大林鎮明華社區
•80萬社造獎金

•活動中心屋頂
蓋9KW光電

•2016.4開始賣電
3年回收30多萬
•穩定收入20年

•集資300萬
社區發電合作社
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_xdLHUAArE


新北市蘆荻社大
庶民發電學習社區合作社



我家用100%再生能源



結語

能源轉型就是社會轉型



結語

● 氣候緊急，台灣需要能源轉型！

● 追求最小社會、環境、經濟成本下，最大的能源產出。

● 推動綠色新政，建立公平正義的轉型機制。
○ 總體評估、屋頂優先、環社檢核、運具電動化、移除化石燃料補貼…

● 社區主動，善用綠能節能，提振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。

● 集結公私民各領域中，對的人，一起來把事情做對！

● 能源轉型十字路口，需要更多人理解參與，共找出路。




